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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咱 暂提示： 受益于高温天气等因素，空调业已连续 3个冷年保持销售增长势头。但是，靠天吃饭终不

牢靠，空调行业要想行稳致远，仍需依靠创新驱动，深化结构调整，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 冷年国内空调市场销售在

2017 冷年（空调行业术语，从前一年

9 月份到当年的 8 月份为一个冷年）

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两位数增

速，国内市场空调零售规模为 6553

万台。

增长成为主旋律
“空调行业在 2017 冷年处于历

史高位的情况下，能持续保持增长，这

本身就是个奇迹。”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副理事长王雷表示。

8月 22 日，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与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指导、中国家电网主办的“2018—

2019中国空调行业高峰论坛”传出消

息，2018冷年，国内市场空调整体销

售规模为 8153 万台。其中，空调零售

规模为 6553 万台，同比增长 16.56%。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

部资深产业专家蔡莹指出，在空调业

增长的主旋律中，今年市场有很多值

得关注的“小音符”，包括四级市场表

现强劲，产品结构调整深化，行业创新

度提升等，这些因素对于行业成长的

贡献十分明显。

数据显示，三四级市场是整体市

场规模提升的重要基础。2018 冷年，

三级市场占比由上个冷年的 11.75%

提升到 12.38%，四级市场占比由上个

冷年的 11.86%提升近 4 个百分点至

14.22%，对整体市场的增长贡献较

大。

与此同时，一二级市场稳定的更

新换代需求也是支撑 2018 冷年空调

体量的重要原因。2018冷年，一级市

场销售量占比为 51.66%，二级市场销

售量占比为 21.74%，两个级别市场加

起来的比重超过 70%，仍是空调消费

的主要市场。

在消费升级带动下，空调市场价

格水平稳中有升，产品结构进一步改

善。2018 冷年，高端空调柜机销售量

占比由上个冷年的 46.45%提升近 10

个百分点至 56.06%。

从渗透率角度来看，空调具备“一

户多台”属性，每户家庭保有量可达到

两台甚至更多，2017 年全国居民每百

户空调拥有量为 96.1 台，比上年增长

5.8%。农村空调渗透率又远低于城市，

这也是三四级市场占比提升的原因。

就长期而言，空调是国内白电唯一保

有量仍具大幅提升空间的品种。

逾 200品牌争夺市场
面对诱人的市场“蛋糕”，企业纷

纷抢食。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参与行业

竞争的空调品牌已超过 200个。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重点城

市市场品牌集中度呈高位集中态势，

TOP3 品牌市场占有率由 2017 冷年

的 74.22% 提 升 6 个 百 分 点 至

80.44%。蔡莹分析，重点城市品牌集

中度高位集中说明相关品牌市场控制

能力明显提高，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市

场门槛的提高。

二线品牌阵营取得超越行业的增

速，内部出现分化特征。有部分品牌体

量超过千万台，主要刺激因素归结于

线上销售增速提升、在三四线城市渠

道下沉力度加大。

更多中小品牌、新品牌进入三四

线及以下市场或电商平台，不少品牌

一举跨过百万台体量门槛。还有很多

空调品牌销量从几万台到数十万台，

他们“身份”各异，包括黑电品牌参与

空调制造生产的，代理商自己操盘的

品牌，也有短期行为下随意注册的品

牌。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品牌多以贴

牌方式进入，没有自建工厂，不具备完

善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平台，缺乏

售后服务能力，主要依托一定范围内

的渠道便利，以赚取“快钱”为目的。

在中国家电网总编辑吕盛华看

来，品牌的快速扩容总是和行情的火

爆如影随形，由于空调行业产能很大，

投机资本可以快进快出，行情不好这

些品牌消失得也很快。但这些“短期”

品牌存在能效虚标、质量可靠性差的

问题，会给市场秩序带来冲击。主流品

牌企业对于三四级及以下市场的布局

正在加速，随着渠道下沉，这些市场的

竞争门槛预计会快速提高，那些不具

备整体竞争实力的杂牌或者假冒品牌

最终会被市场淘汰。

行业高库存待解
众所周知，空调行业有靠天吃饭

的一面。3 年前，空调业还愁云密布，

此后云开雾散，行业连年保持增长，一

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高温天气足够给

力。今年，我国高温天气呈现出高温极

端性强、日数多、面积大、持续时间长、

日最低气温高等特点。受“高烤”影响，

空调渗透率偏低的东北地区也销售火

爆，以至于出现了品牌厂商急调各地

售后安装工人赴东北支援的现象。

对于 2019 冷年空调市场，国家

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预测，气候若不

出现较大变化，整体销售规模将依然

保持高位态势。如出现极端天气现象，

在库存和产能释放双重压力下，不排

除出现价格竞争带来的品牌淘汰和行

业洗牌现象。

实际上，近期空调市场已出现值

得关注的变化。来自产业在线的数据

显示，7 月份家用空调内销出货同比

下滑，出现拐点结束连涨，终端零售更

是下滑超过 30%，直接导致行业库存

压力激增。

高库存是空调业绕不开的话题。

扬子空调副总裁方钊直言，2017 冷年

空调业库存为 3000 万台，现在到了

4800 万台。2019 冷年会不会达到

5800 万台，2020 冷年库存会不会累

积到行业一年不用生产了呢？

面对复杂的形势，与会者普遍认

为，空调企业需保持头脑冷静，强化风

险防范意识，紧盯市场变化，做到以销

定产。同时，要苦练内功，进一步提升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按照专家的预测，

新冷年，空调业品牌竞争更趋激烈，空

调产品结构会进一步调整，中高端比

例保持上升态势。

显然，空调业出路在于加快转型

升级。吕盛华表示，企业应该在产品研

发与创新、售后服务与安装、品牌差异

化建设等更关键环节加大投入，让空

调销售实现完整的闭环，这将更有利

于企业未来的持续成长。

据《经济日报》

随着可口可乐宣布 51 亿美元收购

Costa，咖啡市场的格局陡然生变。连锁

咖啡市场将演变成星巴克和可口可乐的

竞争，而咖啡零售市场将变成可口可乐

与雀巢的直接对垒，咖啡市场将上演星

巴克、可口可乐、雀巢之间的“三国杀”。

豪赌咖啡市场的可口可乐是否能将

Costa 打造成另一大超级品牌也有待时

间考验。

滚烫的咖啡！
三天内两笔天价交易

咖啡市场到底有多火热？三天之内，

咖啡行业诞生了两笔天价交易，快消巨

头们都忙着在咖啡市场“跑马圈地”。

8月 28 日，全球食品巨头雀巢宣布

以 71.5 亿美元完成对星巴克部分产品

营销权收购。话音刚落，8月 31日，全球

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则宣布，将以 39 亿英

镑（合 51 亿美元）的价格从 Costa 母公

司韦博得集团手中收购Costa。

根据协议，可口可乐公司将获得韦

博得集团全资子公司咖世家的所有已发

行和流通的股票，该子公司包括了咖世

家目前所有运营业务。业内人士指出，此

收购协议的达成，意味着可口可乐正式

将触角伸向咖啡连锁餐饮领域，更重要

的是快消巨头们在咖啡领域“圈地”速度

明显加快。

全球最大的咖啡公司雀巢剑指的是

零售咖啡业务。雀巢与星巴克在官网发

表联合声明称，已经完成今年 5月达成

的“雀巢以 71.5 亿美元收购星巴克零售

咖啡业务，雀巢将获得永久性的全球营

销权，能在星巴克门店以外销售包装消

费品等星巴克产品。

买买买的焦虑！
摆脱碳酸饮料依赖症

可口可乐 CEO 兼总裁詹姆斯?昆西

表示，“热饮是可口可乐公司少数几个没

有全球品牌的领域之一，而 Costa 强大

的咖啡平台让我们得以进入这个市场。”

对于急于摆脱碳酸饮料依赖症的可

口可乐而言，其正通过一系列的买买买

来加速调整产品组合。

最近几年，可口可乐已陆续将Hon-

est Tea 有机茶、ZICO 椰子水、Fairlife

牛奶和 Topo Chico 气泡水等放入自己

的品牌组合中。此外，还成为了在北美颇

有市场的能量饮料Monster 以及绿山咖

啡的股东。可口可乐买买买的名单还在

扩充，今年 8月初收购了运动饮料 Bod-

yarmor 部分股权。

可口可乐 CEO 詹姆斯? 昆西曾表

示，公司创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饮料组

合”。在今年 4 月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

上，昆西还对股东表示，“测试和学习”的

方法使其能够有效监控全球消费者的需

求，进而调整其饮料组合，以提供“人们

想要的东西”。

不过一系列的买买买举动折射出可

口可乐这个全球饮料巨头的焦虑，如何

寻找到碳酸饮料的替代品。在可口可乐

扩充产品线的道路上，咖啡被摆在了醒

目的位置。而 51 亿美元的价格也被认为

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1971 年在伦敦成立的 Costa 是全

球第二大咖啡连锁品牌，仅次于星巴克。

不过发展势头却大不如星巴克，数据显

示，Costa 咖啡去年的同店销售额仅增长

了 1.2%。截至 2018 年 3月 1日的 2018

财年，Costa 咖啡的营收为 13 亿英镑

（17 亿美元），息税前利润为 2.38 亿英镑

（3.12亿美元）。

“从整个产业端和消费端来看，从中

长远角度来考虑的话，这个价格非常划

算”，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指出，

2017 年咖啡界迎来行业的爆发期，在这

个节点上可口可乐对 Costa 收购可以加

速在整个非碳酸类的布局。

咖啡市场“三国杀”！
可口可乐要PK星巴克和雀巢

在中国，可口可乐、星巴克与雀巢少

不了一场大混战。

近年来，中国咖啡市场的高速增长

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据中国产业信息

网数据显示，中国咖啡市场规模每年增

长幅度保持在 25%以上，超过世界平均

水平的 10倍。有机构预测，中国咖啡市

场规模 2020 年有望达到 3000 亿元，到

2025年或超 10000亿元。

可口可乐早就在中国咖啡市场有动

作。2014年可口可乐将旗下即饮咖啡品

牌乔雅引入中国市场，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雀巢。而将 Costa 揽入怀中之后，在连

锁咖啡领域，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变成

了星巴克，还有包括瑞幸在内的新零售

咖啡品牌。

过去几年，Costa 将投资、铺设的自

助咖啡吧看作是提升经营效率的一种方

式。Costa Express 的业务模式使得

Costa 和其外带咖啡出现在包括加油站、

电影院和旅游中心的各种移动场所。而

雀巢也在重点打造咖啡零售业态，这也

意味着在咖啡零售领域，可口可乐将与

雀巢展开正面交锋。

在咖啡连锁方面，可口可乐与星巴

克的交锋更为犀利。Costa 在海外布局了

超过 1400家咖啡店，其中包括在中国布

局的 459家咖啡店。按照该公司先前的

计划，中国咖啡店的数量将在 2022 年达

到 1200家。

而按照星巴克计划，未来 5年每年

新增 600 家门店，在 2022 财 年末

（2022 年 9 月底）将中国大陆市场的

门店数量倍增至 6000 家，进入 230 个

中国城市。这也意味着，到 2022 年，星巴

克在中国的门店数量将是 Costa 的五

倍，如何能在星巴克的疯狂扩张下杀出

一条血路，对收购方可口可乐而言是个

巨大考验。

据新华网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喧嚣中，什么才能让人

心灵安静下来，让旅行有一种持定的收获？书店。

一个书店，就是一种对文化的坚守，对知识的坚

守，是一种淡然于文化的尺子和经济的尺子的对

书香的礼敬。面对出版行业内的一些粗制滥造、恶

性竞争等陈旧问题以及汹涌而来的数字化浪潮，

有书店依然默立，有书香依然飘来，有阅读者依然

热爱，所谓的出版业有种种阵痛与阵痛中的生机，

当是一个慎重探讨的话题。

其实，社会在前进，社会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也

会随之发生变化。出版业，作为一种业态，自然也

要放在社会中发展，在社会中被检验，在这一点

上，出版业和别的产业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这是

一方面，从价值属性来讲，出版物又不同于其他商

品，文化传承的使命是书籍的特有价值，但现在的

问题是，书籍现在还要被迫承担“经济贡献”。有一

种观念：“传统欧美出版业一向是‘观念的行业’，

奉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为尊。为什么出

版被称作“‘绅士的生意’，因为它的初衷就不是为

了赚钱。”就是在这样既有社会发展背景，又有自

身产业问题的情况下，出版业还有活力吗？如果

有，如何挖掘，如何释放？为全民阅读，为书香社会

奠定基础，释放资源魅力？

一、从政策上为出版业注力。政府主导，市场

为导向，企业为主体，这是一种宽泛的发展、转化

路径。

2014 年和 2015年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都写入了“倡导全民阅读”，这对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同时对

出版业也是一次春风化雨的推动。出版的本质是

“授知”“续脉”“弘道”。所谓“授知”，就是传授世界

文明所积淀的知识和经验；所谓“续脉”，就是接续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脉渊源；所谓“弘道”，就是

宣扬、传播真理，推动社会进步。出版人肩负着文

化传承、载道弘道的重任。以全民阅读倒逼出版

业，无疑任重道远。其中，围绕中心开展各种形式

的主题读书活动，充分发挥优秀出版物的引领作

用，培育巩固一批“书香中国”活动品牌，面向基层

开展全民阅读“七进”活动，加强全民阅读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继续推动全民阅读立法和规划工作，

努力营造“书香中国”浓厚氛围等，为出版业的内

生动力注入政策性指导力量。

2016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工商登

记后置审批事项目录，自治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行业 15 五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

批事项。其中包括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复制单

位，音像制作单位、复制单位，可刻录光盘生产企

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从事包装装潢印

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电视剧

制作单位设立审批；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电影制

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审批，

印刷业经营者兼营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

营活动审批等项目。

如果说，此次 15 项工商登记审批事项由前置

审批改为后置审批，是内蒙古新闻出版广电局推

动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进一步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的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内蒙古新闻出

版广电行业企业更加便捷的进入市场从事经营活

动，激发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业市场活力、规范市

场秩序的话，那么从一定意义上看，这其实是内蒙

古出版业主管方给绑在内的内蒙古文化产业松

绑，使之挣脱外在束缚，释放更多的市场活力。

二、坚守中对新市场的把握和选择。实体书店

正在和电子出版物分一杯羹，出版业数字化转型

成为出版业绕不过去的“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发布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手

机和互联网成为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

体；有声阅读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移动有声

APP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超过半数成

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其中 49 周岁以下

中青年群体是数字化阅读行为的主要人群；国民

对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的呼声较高。数字

化阅读的发展，提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

阅读方式接触率，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但也带

来了图书阅读率增长放缓的新趋势。

阅读载体结构的多元化，堵？还是疏？因势利

导，把握好市场的走向，让“智力”先行，让需求说

话，才能在变革中不慌乱，明白需求和选择的必然

性和合理性，面对市场的需求，做出出版自身的选

择。

三、让全民阅读成为习惯和时尚。阅读是一个

国家文化底蕴和文化感知表象表达，深层次里，则

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潜移默化结果。2018 年 4

月 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五次全国

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成年

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数字化阅

读方式的接触率和纸质图书阅读率均有所增长。

其中，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为 4.66 本，较 2016年的 4.65 本略有增长。同时，

我国城乡居民阅读现状差异明显。

文化毕竟是滋养人心灵的精神财富，而阅读

既是眼前的享受，又是未来的财富。出版业还在路

上，更多的探索会成为出版业激发活力的引擎。比

如一些地方推出的指尖上的图书馆———数字资源

宣传与推广，为 2018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实施元年，让“阅读与法同行”注入新鲜

内容，在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同时，让

智力为全社会的发展赋能。

（作者单位:内蒙古出版集团）

零售规模呈现两位数增长
空调行业仍需增强核心竞争力

可口可乐 51亿美元收购 Costa

“可乐”为何高价买“咖啡”？

释放出版业活力
助推全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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